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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结构实验与方法》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的基本特点与要求，分析了该课程在教学

实施过程中影响教学质量提升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初步学习”、“设计训练”、“创新实践”和“成

绩考评”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育教学模式。结果表明，该教学模式的应用可以显著提升《结构实

验与方法》课程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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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实验与方法》研究生课程，在内容上具

有显著的综合性和较强应用性。构建土木工程实验

理论教学与科研实践教学相结合的课程教学模式
[1]
，

对于土木工程方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具有显著

的推进作用
[2]
。《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在教学改革

之前，一直存在着课程科研实践严重匮乏、教学方

式比较单一等实际问题。此类问题严重阻碍了结构

实验与方法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对研究生课程学

习兴趣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十分不利。因此，研究与

改革土木工程专业《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的教学

模式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3-5]

。 

目前，国内高校在如何通过教学改革来提升研

究生的创新能力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取

得了一定的教学成果与经验
[6-8]

，然而在《结构实验

与方法》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方面的探索与研究还

比较匮乏。本文基于河北工程大学《结构实验与方

法》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对该课程的教

学模式进行了总结，诣在为类似课程的教学设计提

供借鉴。 

一、课程教学模式设计 

在我校《结构实验与方法》研究生课程的教学

实践过程中，以研究生应用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为教

学目标
[3]
，教研组开展了基于培养学生针对研究问题

如何进行“初步学习”、如何进行“设计训练”、如

何依据设计方案进行“创新实践”和如何进行“成

绩考评”的四位一体创新能力培养教学模式的研究。

通过分析在《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研究生教学过程

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强调“四位一体”教学模式中各

要素的学科前沿性与融合性，对教学过程中不同阶段

的教学案例设计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5]
。 

（一）“初步学习”阶段 

首先以提升专业研究生对标准研究方案精准度

的“学习”案例，其次以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创新研

究方案的“学习”案例； 

（二）“设计训练”阶段 

首先充分挖掘能够切实锻炼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的教学案例，以案例教学启动研究生的创新灵感、

以创新灵感推动创新设计训练的设计训练培养模式； 

（三）“创新实践”阶段 

以一典型研究项目的实践为案例，引导学生以

实践激发研究创新； 

（四）“成绩考评”阶段合理确定各成绩组成要素的

权重 

改革后的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教学不再是“基

本实验原理+基本构件实验”的简单教学模式，而是

紧跟土木工程学科前沿的“四位一体”研究生创新

培养教学模式。 

二、课程教学模式的基本构成 

（一）课程教学方法的优化 

传授知识、提升土木工程研究生科研创新素质

与创新能力是《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研究生教学

的基本任务
[3]
。在分析过去《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

教学中存在的制约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问题的基础

上，针对制约该课程教学的关键问题，开展了以下

四个方面的教学改革： 

1.加入与土木工程规范与标准相关的标准实验

与方法案例教学的相关内容； 

2.增加损伤识别理论与应用、智能传感器应用

等相关知识点，以弥补课程教学体系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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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设研究项目师生交流、创新研究训练等教

学环节； 

4.提升已有研究生实验实践平台的服务能力，

特别是开放大型仪器设备与高精端仪器设备为研究

生创新实验实践服务。 

（二）“初步学习”教学模式的建立 

以核心知识学习为核心，探索建立教师核心知

识案例传授和研究生反馈式学习的“知识传授-效果

反馈”教学模式，以启发和促进研究生对科学实验

核心知识的学习与掌握
[9]
。 

1.知识传授 

《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在内容上十分丰富，

在概念上比较抽象，它要求学生们既要弄懂实验研

究的基本理论与标准方法，又要能够针对不同类型

的结构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实验方法，因此，主讲教

师在讲解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点时，选定与教材相配

套的典型教学案例，并以此启发研究生的学习兴趣，

促进研究生对核心知识的掌握就显得十分重要
[10]

。 

主讲教师应按研究方向将研究生分为 6 人一个学习

小组，并指定较强学习能力的同学为小组组长。任

课教师要及时引导研究生掌握项目案例的核心内容

与关键知识点间的密切联系。 
2.学习效果反馈 

研究生应针对教学案例的学习内容进行仔细整

理并完成学习报告。学习报告是研究生对课程核心

知识理解与掌握的重要反映，主讲教师应给予充分

的重视。研究生学习效果的反馈，一方面是研究生

直面主讲教师进行反馈交流，另一方面是研究生利

用网络进行课程的学习效果反馈。当下，网络学习

交流是现代学习信息交流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因此

创建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学习网站平台对丰富和完

善研究生学习的信息环境很有必要。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研究生学习，我们对网站的功能进行了具体要

求：在学习与意见反馈功能下，平台提供了涵盖《结

构实验与方法》课程全部知识点的相关案例，研究

生可针对要学的课程内容选择相应的视频、课件和

其它指导性材料进行网上学习。经过网上学习，研

究生结合自己的理解在线提出自己关注的各类问

题。也可网上填写自己学习的反馈意见，主讲教师

及时查看反馈意见，并给出正确解答。 

（三）“设计训练”教学模式的建立 

主要针对土木工程专业研究生在课题研究方案

的创新设计上比较缺乏的实际情况，着重收集我校

相关典型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案设计并在此基础上制

作完成“研究方案设计”训练教学案例，创建了土

木工程“研究方案设计训练”案例库，为“设计训

练”教学模式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四）“创新实践”教学模式的建立 

以实际的科研项目为载体，以“创新实践”为

目标，探索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研究的具体方法。

“创新实践”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8]
： 

1.创新实验平台 

实验平台是研究生开展实验实践的关键场

所，为配合土木工程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需要，

依托我校土木工程结构实验室，创建了研究生结

构实验创新中心，并将优质的实验教学资源面向

研究生开放
[11,12]

。 

2.教学方式及过程 

首先，主讲教师在《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开

课前一周，就将与该课程有合作关系教师的科研项

目上传到公共邮箱，使得同学们能够提前对相关科

研项目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在第一次课中，用 1

到 2 个学时介绍一下科研项目对参与研究生的具体

要求，并在课后积极引导研究生努力学习自己将要

参与科研项目的相关理论与实验知识，为更好的适

应科研要求并参与到科研项目中来创造条件。 

3.基本要求 

依据研究生自己参与的研究项目，能独立撰写

完成一篇科研学术论文。 

在“创新实践”的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由

“了解项目”，到“参与项目研究”，再到“完成学

术论文创作”的阶段递进式的“学习-成长”模式
[13]

，

是《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创新能力培养目标实现

的关键一步。 

（五）“成绩考评”体系的建立 

依据结构实验与方法课程的相关教学内容，“成

绩考评”体系设置了 6 个方面的考核要素。 

1.“初步学习”感想总结（记为：A）； 

2.“设计训练”感想总结（记为：B）； 

3.“创新实践”感想总结（记为：C）； 

4.课程基础知识竞赛（记为：D）； 

5.学科前沿知识竞赛（记为：E）； 

6.课程学术论文质量（记为：F）。 

课程成绩如何评定对研究生的学习与创新能力

培养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14]

。主讲教师应首先针对

研究生在设置的 6 个考核要素（A、B、C、D、E、F）

上的学习成果进行打分，然后基于各要素对应的权

重 wi（i=A、B、C、D、E、F），计算得出研究生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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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总评成绩并以该总评成绩作为研究生的结课成绩。 

各考核要素的权重分配比例采用邀请专家打分

的方法给出，其结果为：wA：wB：wC：wD：wE：wF = 0.15：

0.15：0.2：0.1：0.3：0.1。 

三、课程教学总结 

调查发现，“初步学习-设计训练-创新实践-成

绩考评”教学法的实施，优化和改进了《结构实验

与方法》课程研究生的教学模式，极大提高了研究

生学习与参与科研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 2014

年以来，申请到结构实验创新实践中心从事实验创

新研究的研究生人数占土木工程专业总人数的比率

连续两年都稳定在 85%以上。同时，基于研究项目的

高水平论文的发表数量每年都有大幅度增加。 

四、结语 

《结构实验与方法》研究生课程在我校的教学

实践表明，采用“初步学习”、“设计训练”、“创新

实践”和“成绩考评”教学法，不仅能够让研究生

扎实的掌握基本实验理论与方法，同时也能够使研

究生的创新能力得到良好的培育。该课程教学模式

以其构思新颖、特色鲜明得到了研究生的普遍欢迎，

可为类似课程的研究生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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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basic feature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Structural Experiment and Method of 
postgraduate teaching course, this paper,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ajor problems of the course that affect the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proposing the new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consisting of 
four parts,which are preliminary study, design training, innovative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aching method could improv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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